
要闻·州内新闻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泽央 版式编辑 张磊
新闻热线 0836-7777365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2

2025 年第二届“贡嘎杯”青

年足球邀请赛已落下帷幕。赛场

之外，一场融合生态与人文的深

度旅行体验，正随着球员和游客

的脚步，在壮丽的参赛地区徐徐

展开。当足球的活力碰撞康巴的

豪情、雨城的灵秀，“跟着赛事去

旅行”的独特魅力愈发彰显。

甘孜：歌舞海洋·史诗回响·

匠心秘境

踏进甘孜，便踏入了康巴文

化的核心腹地。这里不仅是《康

定情歌》的故乡，更是名副其实

的“歌舞海洋”。巴塘弦子舞姿如

金沙江般舒展流畅，理塘“八一”

赛马节上马蹄踏出草原的雷霆

节奏，甘孜踢踏则以欢快奔放的

节奏叩击大地。色达藏戏演绎着

英雄王的传奇，赛马汉子俯身拾

哈达的惊险瞬间，凝固成康巴勇

毅的图腾。得荣情舞含蓄深情，

石渠真达锅庄则气势恢宏，舞动

高原的辽阔，新龙“十三节”传承

着古老节庆的独特韵味。

这里是史诗与匠心的交汇

处。德格麦宿，手工艺的殿堂，

雕版印刷与各类技艺熠熠生

辉；白玉河坡，则以锻造精美的

藏刀和金银器闻名遐迩，千年

技艺薪火相传；康定木雅，情歌

悠扬的故乡，其巍峨的“木雅古

碉群”如大地卫士般屹立千年，

无声诉说着茶马古道的沧桑与

部族的传奇；丹巴嘉绒风情节

上，行“戴角角”礼的少女，发间

高耸的成年标记旁，垂挂的金

色青稞穗，是族人寄予的丰饶

期许。

自 然 与 人 文 景 观 同 样 璀

璨。“香格里拉之魂”稻城亚丁

令人神往，“皮洛遗址”揭秘早

期人类征服青藏高原历史进

程；乡城，白藏房点缀的“香巴

拉”田园画卷独具一格；道孚民

居色彩绚丽，宛如大地艺术；炉

霍山歌悠扬，回荡在山谷林间；

“藏彝走廊·秘境九龙”展现着

多民族文化的交融魅力；“中国

松茸之乡”—雅江，不仅盛产山

珍，更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红

军飞夺泸定桥的铁索，至今回

荡着信仰的力量，见证着这片

土地的峥嵘岁月。

雅安：熊猫故乡·“四雅”诗篇

东行至雅安，雨丝浸润出别

样风华。“西蜀天漏”的传说，让

雅雨有了神话底色。这里更是世

界闻名的“熊猫故乡”，国宝大熊

猫的黑白萌动，为这座雨城增添

了无与伦比的生态魅力。

蒙顶山天盖寺内，茶客在千

年银杏下细品“雅茶”，看窗外云

卷雾舒，杯中蒙顶甘露的清香，

沿着千年茶马古道飘向远方。

青衣江中，“雅鱼”携一枚形

若宝剑的骨刺游弋，砂锅慢煨的

乳白鱼汤，是山水馈赠的至鲜。

雨巷中，“雅女”执伞而行，

恬静如工笔画卷。女娲补天的灵

气、茶祖吴理真的匠心，在此化

作一城温润，与大熊猫的悠然自

得共同构成了雅安最动人的风

景线。

昌都：康巴之源·热土三绝

西望昌都，这片怒江、澜沧

江、金沙江并流奔腾的土地，是

公认的康巴文化发祥地，孕育了

其粗粝豪迈的根系。

舞蹈是昌都最炽热的语言。

丁青热巴艺人们腾挪旋跃，腹上

破石、刀尖起舞的绝技，激荡着

康巴汉子的血性，令人叹为观

止；昌都卓舞步伐雄健，气势磅

礴；芒康弦子则以其优美流畅的

旋律和长袖善舞闻名。舞者们盘

英雄穗于顶，腰悬银刀，如横断

山脉般巍然。女子则以红珊瑚、

绿松石等珍宝装点雍容，辉映着

牧场的晨昏。

广元：蜀道雄关·女皇故里

北向广元，历史的厚重感扑

面而来。这里，是入蜀咽喉，更是

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

的故里。皇泽寺依偎嘉陵江畔，

则天殿内女皇真容石像静穆庄

严。

然而，广元最撼人心魄的，

莫过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

剑门雄关。巍峨关楼扼守峭壁，

千年烽烟仿佛仍在石缝间缭绕。

而与剑门关唇齿相依的，便是那

举世无双的生态奇观——翠云

廊古蜀道。“三百里程十万树”，

蜿蜒的青石驿路，被虬枝盘曲、

苍翠欲滴的千年古柏深情环抱，

形成一条穿越时空的绿色长廊。

张飞植柏的传说在风中低语，李

白杜甫的足迹印于石阶，马蹄声

与车辙痕凝固着秦蜀通衢的繁

华与坚韧。漫步浓荫蔽日的古

道，每一棵古柏都是活着的史

书，每一块石板都铭刻着先民的

智慧与毅力。

眉山：东坡文薮·竹韵绵长·

养生福地

南至眉山，“千载诗书城”

的文墨馨香早已浸润城市的灵

魂。三苏祠，无疑是这文脉殿堂

的至高象征。红墙环抱，古木参

天，亭台楼阁间流转着北宋的

雅韵。这里是苏洵、苏轼、苏辙

父子的故居与祠宇，“一门父子

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荣

耀在此熠熠生辉。驻足“启贤

堂”，似闻苏老泉的谆谆教诲；

流连“木假山堂”，犹见东坡先

生挥毫泼墨的洒脱身影。祠内

碑刻琳琅，古井清幽，修竹摇

曳，承载着“大江东去”的豪迈

与“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

吸引着无数仰慕者前来追寻文

豪足迹，汲取智慧清泉。

眉山的灵秀，不仅存于诗

书。在青神县，一项指尖上的绝

技代代相传——青神竹编。匠人

们以薄如蝉翼、细如发丝的竹

丝，经纬交织，幻化出栩栩如生

的书画、玲珑剔透的器皿，被誉

为“中国民间艺术瑰宝”，是竹文

化与极致工艺的完美融合。

“ 贡 嘎 杯 ”的 激 情 余 韵 未

散，绿茵场的心跳节拍已悄然

融入高原亘古的呼吸。当球员

的汗水辉映着雪山的晨光，当

游客的足迹叩响文化秘境的回

廊，是时候让旅程的篇章在此

续写——赛事终将为媒，而三

江并流处铺展的这场山河壮

阔、人文璀璨的盛宴，正以最炽

热的温度，邀请世界共赴一场

涤荡心灵的深度对话。

以赛事为媒 品人文盛宴
◎全媒体记者 罗文婕 黄炼

跟着赛事去旅行

本报讯 6月30日，正值四川无电地区电力

建设全面完工十周年。记者重访丹巴县丹东镇，

见证了这个乡镇十年间从“木头财政”到“绿电

经济”的华丽转身。

在丹东镇人民政府会议室，投影仪、数字

显示屏等设备正实时传输县委会议精神。“过

去开会要翻山越岭，现在视频会议半小时就能

传达政策。”镇政府工作人员石耀强说。如今，

当地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参加丹巴县

委政府组织召开的会议和政策宣传活动，已经

是家常便饭。

“以电代柴”政策带来生态蝶变。通电十年

来，国网甘孜供电公司累计投入 8900 万元升

级电网，新建2座变电站，改造供电线路427公

里。昔日的伐木人变身护林员，光秃山体重披

绿装。

电能驱动产业升级。而今丹东镇仍是靠山

吃山，吃的却是青山绿水下的旅游经济饭。乘着

乡村旅游的东风，丹东镇借力“道丹环线”旅游

热，发展民宿经济，现有民宿 80 余家，2024 年

接待过境游客近10万人次。

电力点亮民生路。在丹东镇卫生院，记者了

解到，10年来，该卫生院陆续添置了心电图、B

超机、疫苗专用冰箱等设备。过去，当地群众需

要驱车六、七个小时到县城就医，而今在家门口

就能看病，免去了舟车劳顿之苦。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石耀强告诉记者，通国

网电之前，丹东镇依靠小水电供电，只能照明，

很少有家庭购置电冰箱等大功率电器。而今，家

家户户都用上电冰箱、电磁炉、抽油烟机。

在革什扎供电服务站，电力员工拉吾泽让

正带队巡视10千伏线路，“我们这边经常有落

石阻碍交通的情况，但是他们每次都是尽力赶

过来帮我们处理问题，国家电网好。”提起电力

员工，德拥卓玛大妈，竖起了大拇指。

国网甘孜供电公司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

化涉藏地区电网，让电力成为乡村振兴的“引

擎”。如今的丹东乡，电力赋能下的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绘就了雪域高原的富民新

图景。

2015年6月30日，丹巴县丹东乡二道桥通

电国网，标志着四川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全面完

工，最后一批共18.86万人告别无电时代。

黄丽 全媒体记者 唐闯 卢雪英 文/图

丹巴县丹东镇“以电代柴”

富了百姓美了山村

群众为电力工人点赞。

（上接第一版）支持罗家坝、城坝、营盘

山遗址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强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传

统村落等保护，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建好文化生态保护区，守护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协同建设川

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打造成渝故

道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强化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实施“非

遗四川·百城百艺”转化利用工程，办

好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推动蜀锦、蜀绣、川剧等代表性项目进

景区、进街区、进校园，发展主题文化

游和深度研学游、科普游，高标准开展

研学旅游基地品质提升试点工作。推

进文博场馆改造提升和内容建设，加

快江口沉银博物馆等建设，研究推进

四川博物院新馆、蜀道博物馆建设，强

化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成都博物馆等

文化交流功能，依托中国白酒博物馆

打造白酒文旅新地标，提升中国皮影

博物馆、中国彩灯博物馆、中国三线建

设博物馆展陈质量，支持行业博物馆、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支持举办国际大

展特展联展。全面挖掘三线建设文化

内涵，保护用好工业遗产遗址，创新

“工业+科技+旅游”模式，实施一批工

文旅融合重点项目。

（五）推动红色旅游提质升级。提

升革命文化传承弘扬水平，深化红色

资源调查认定和保护工作，加强红色

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建

好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丰富

红色旅游体验，建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提升革命纪念场馆展陈、讲解水平

和互动体验，促进红色旅游与乡村旅

游、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支持仪陇县、

广安市广安区等建设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区。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

段）建设，高水平打造四渡赤水、彝海

结盟、大渡桥横、雪山草地等“重走长

征路”红色研学品牌，建设川陕革命根

据地红色旅游区。发挥中国（绵阳）科

技城优势，打造“两弹一星”红色文旅

精品。推出脱贫攻坚等新时代伟大实

践主题文旅线路。

（六）打造演艺赛事产业发展高

地。引进高水平演艺赛事活动，支持举

办大型演唱会和音乐节、影视节，积极

承办国际国内顶级体育、文艺、电竞等

赛事，推广“跟着演艺（影视、赛事）去

旅行”。发展本土特色演艺赛事，办好

原创歌曲大赛、中国（四川）民族音乐

周、“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全国

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等活动。发展本

土职业体育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做靓

“三大球”城市联赛、十佳精品马拉松，

广泛开展亲子体育活动。办好“巴山蜀

水·运动川渝”体育旅游活动。做优演

艺赛事平台载体，组建四川天府剧场

院线，推动剧场剧院、音乐厅、体育场

馆等数字化改造，建设“拍在四川”服

务平台，支持符合条件的市（州）建设

影视拍摄基地，培育建设一批演艺产

业园区，支持成都、眉山开展促进体育

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鼓励有条件的

市（州）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

（七）建设生态康养度假胜地。丰

富特色康养旅游产品，依托阳光、温

泉、森林、药材等特色资源做强“康

（医）养+”产业，发展金沙江—安宁河

阳光康养、大巴山森林康养、雅眉乐医

药康养、蜀南竹海生态康养，探索打造

环成都近距离避暑康养休闲度假旅游

带。支持增开熊猫专列、银发旅游列

车，开发更多高品质适老旅游产品，升

级银发旅游全链条服务。做强生态观

光旅游，加快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四川段）建设，发展世界遗产观光、雪

山草原观光、低空观光、水上观光等业

态，丰富拓展冰雪旅游、山地户外旅

游、天文观星等主题产品。健全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高质

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探索建设大

熊猫野外展示基地，加快建设若尔盖

国家公园，科学有序开发贡嘎山、四姑

娘山、达古冰川、泸沽湖、光雾山—诺

水河、王岗坪等观光旅游资源。加强地

质遗迹景观保护与展示。建设精品旅

游度假区，提升天府青城、西岭雪山—

花水湾、西昌邛海、峨秀湖等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品质，支持九寨华美胜地、广

元曾家山、绵阳仙海、遂宁观音湖、阆

中嘉陵江山、宜宾李庄等建设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支持有条件的景区建设

5A 级旅游景区，持续提升巴山大峡

谷、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螺髻

山、兴文石海、莲宝叶则、蒙顶山、七曲

山等景区建设运营水平。

（八）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有序提升乡村景区化水平，推进村庄

绿化、净化、美化、亮化，依托川西林

盘、川北民居、藏羌碉楼、彝家新寨等

建设乡村旅游特色村镇，建设美丽竹

林风景线，支持桃坪羌寨等高标准建

设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丰富乡村文

旅业态，发展田园民宿、景观农业、休

闲农业，支持举办非遗手工、乡村体

育、农耕体验等活动，打造一批非遗

村、运动村、音乐村、康养村等主题村

庄。开发乡村文旅特色产品，大力推进

农产品精深加工，鼓励利用乡村文化

文物、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特色农产品等资源开发乡村文旅

商品。

四、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和消
费体验

（九）构建舒适便捷文旅设施体

系。实施旅游景区强基焕新行动，提升

各类旅游景区品质，支持开展“微改

造、精提升”和数字化建设，巩固深化

旅游厕所革命成果，科学布局旅游驿

站、观景平台、停车区，完善充电桩和

安全应急、医疗救援等配套设施，因地

制宜推进适老化适儿化改造和无障碍

设施建设，完善旅游标识系统。完善

“快旅慢游”交通网络，实施交旅融合

建设行动，推进大峨眉、大香格里拉、

大九寨、大蜀道等重点项目建设，高质

量打造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支线

机场和通用机场，提升高速铁路、高速

公路通达度，配套实施一批乡村旅游

公路建设项目。建设落地自驾服务体

系，优化公交旅游专线、客运旅游班

线、景区小交通。提升旅游住宿品质，

培育凸显巴风蜀韵的文化主题旅游饭

店，发展和规范房车、帐篷、民宿等特

色住宿。

（十）完善以游客为中心的文旅服

务体系。提升文旅服务智能化水平，建

设全省旅游智慧管理平台，开展安全

应急管理、政策直达快享等线上服务

应用创新。加强与头部社交媒体、线上

文旅服务平台等合作，规范提供参与

式、沉浸式体验和个性化、深度游定制

服务。优化入境旅游便利化举措，持续

增加境外直达航线和航空口岸，优化

预订预约、外币兑换、快捷支付等消费

服务体系，扩大离境退税商店覆盖面

和商品供给，全面推广“即买即退”等

服务措施，加强入境游主要客源地营

销工作，提升文旅设施和服务国际化

水平。加强文旅市场规范化建设，健全

文旅市场质量监管体系，加大跨部门

综合治理力度，加强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文旅新业态包

容审慎监管，提升法治保障水平。健全

文旅服务行业标准体系，推动文旅市

场信用体系建设。发挥行业协会商会

作用，提升旅行社、导游、酒店和景区

服务质量。加强文旅志愿服务。鼓励扩

大旅游保险覆盖面。完善涉旅投诉高

效处理和反馈机制。健全重点领域、场

所、设施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强化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机

制。

（十一）加强文旅消费多元供给。创

新推出“文旅+消费”“演艺+消费”“赛

事+消费”等活动和项目，促进文体旅

商展协同联动、融合发展。建好国家文

化和旅游消费示范（试点）城市，建设世

界级、都市级、区域级标志性商圈，打造

国货“潮牌”集聚区，培育200个“蜀里

安逸”消费新场景，高质量办好西博会、

熊猫消费节、糖酒会、酒博会。大力发展

首发经济、假日经济、会展经济、夜间经

济、低空经济、票根经济，打造文旅消费

创新场景、品质场景、人气场景。实施

“引客入川”计划，加强省际游客互送、

资源互推，推进“百万职工游巴蜀”，贯

穿全年举办消费周、消费月、消费季等

活动，鼓励景区推出积分打卡、门票减

免、联合折扣等优惠促销措施，支持发

放文旅消费券。

五、深化文旅融合重点改革

（十二）培育壮大文旅经营主体。

做强重点骨干文旅企业，深化省属文

旅企业改革，支持以市场化方式加强

与市（州）合作，打造引领性大企业大

集团。加快引育头部文旅运营企业，在

景区管理、酒店管理、在线旅游服务、

演艺经纪、票务营销、影视游戏发行、

数字文创产品开发等领域培育引进一

批链主企业。梯度培育中小文旅企业，

建立省级重点文旅企业培育库，推动

中小文旅企业专业化特色化发展，支

持有条件的文旅企业上市。建立文旅

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依法保护

企业合法权益。

（十三）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和国有

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分类稳步推进文

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坚守公益

属性，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开展文化文

物知识产权（IP）开发、文创品牌运营，

健全文化事业单位收入正常增长和分

配激励机制，“一馆（团）一策”制定差

异化绩效考核薪酬激励办法，将文创、

增值服务等收入作为核增绩效工资经

费来源。提高文艺院团创演质量和管

理水平，支持省属文艺院团强化资源

整合，加强与市（州）、民营文艺院团合

作，扶持优秀剧本创作、剧目节目生产

表演等，提高招引优秀演艺人才的自

主权。深化国有景区经营管理体制改

革，巩固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改革成

果，调整优化三星堆博物馆管理体制，

探索建立国有 5A 级旅游景区单一主

体行政管理体制。稳慎推进国有景区

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改革，建

立健全收益分配机制，引导专业化市

场化头部企业和社会资本规范有序参

与开发运营。

（十四）探索建设文化和科技产业

融合发展试验区。做强成都核心承载

地，推进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天府国

际动漫城、成都影视城、峨影 1958 等

产业园区建设，鼓励其他市（州）协同

发展。培育壮大影视动漫、游戏电竞、

数字创意、网络视听、超高清视频、科

幻等重点产业，建设一批 500 亿元、

1000亿元级产业集群。深化网络游戏

属地管理试点，大力推进“四川造”游

戏产品出海。深化国家对外文化贸易

基地、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积极争

取国家政策支持中国（四川）自由贸易

试验区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优化影视

剧协审工作机制。推进文化大数据体

系建设，建好国家超高清视频创新中

心、视觉融合场景体验技术创新中心

等平台，培育建设全媒体技术等省重

点实验室。强化文旅领域科技研发和

成果转化，推广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

技术新应用，探索发展全域智慧旅游。

（十五）优化文旅融合资源要素配

置。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深化财金互

动，发挥省级文旅专项资金引导撬动

作用，设立文旅商贸产业投资引导基

金，鼓励金融机构探索景区收益权质

押贷款、文旅企业应收账款质押贷款、

文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信贷模

式，增强区域性股权市场“天府文创

板”功能，争取更多文旅产业细分领域

纳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加大

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精品奖励力度。

支持符合条件的文旅企业发行绿色债

券。完善文旅用地保障机制，利用闲置

旧厂房、仓库等发展文旅项目的可享

受 5 年过渡期支持政策，过渡期满涉

及改变土地权利性质、规划条件的，补

缴土地出让价款可在限期内分期缴

清。鼓励依法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

地和闲置住宅等资源发展乡村民宿等

文旅融合业态。打造高素质文旅人才

队伍，实施“四川文化英才”培养工程，

探索文物修复、策展策划、古建筑工程

等急需紧缺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

制，支持特别优秀的文化专业技术人

才申报高级职称并放宽学历、资历、层

级限制。支持文化旅游相关院校和学

科专业建设。

（十六）健全文旅融合发展统筹协

调机制。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和旅游工

作的全面领导，按程序调整组建省推进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协

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建立健

全重点文旅项目推进机制，完善文化旅

游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体系。加强与周

边省份合作，加大跨区域文旅资源协同

开发力度。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责

任，提高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能力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和生

态保护红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坚决防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半拉

子工程”，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业的决定


